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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干细胞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和可视化分析

尹硕鑫 1，张  涛 2，王舒萍 1，卢  鑫 1，黄旭平 2，尹梦影 1，杨玉伟 1，袁炳茂 1，毛志华 1，陈远能 2

文题释义：
胃癌干细胞：是胃肠内器官特异性的肿瘤起始细胞，起源于胃腺正常干细胞的恶性转化或分化程度更高的祖细胞，具有无限自我更新增殖
和多向分化潜能、高致瘤性及较强的血管生成能力，可分化为异质胃癌细胞，在胃癌侵袭、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不断增殖是胃癌形成
的根本原因。
文献计量学：利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定量地分析文献信息的结构、相互关系、热点、发展趋势等，从而探讨科学动态特征的学科。

摘要
背景：胃癌干细胞是近年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能够干预胃癌的发生、转移、复发和耐药等，理论上，胃癌干细胞是未来治疗胃癌最有前
途的候选靶点，因此研究胃癌干细胞的作用机制不仅能够阐明胃癌的发生发展，而且有助于寻找新的有效分子靶点，有着广阔的应用前
景。
目的：利用文献计量学对胃癌干细胞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总结研究热点和趋势，为相关领域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通过CiteSpace对2011-2021年的年度发文量、作者、国家、期刊、被引情况和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
分析。
结果与结论：筛选后共纳入2 832篇文献，目前全球胃癌干细胞研究的文献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中国和美国是发文量最多的国家。中
国学者的总发文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一，但中心度和篇均被引频次较低，说明受关注程度及学术影响力不足，在发文质量上还有待提高；
《Oncotarget》是国内外学者发文量最多的期刊，《Oncology Letters》是中国学者发文量最多的期刊；胃癌干细胞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 
发展特点；胃癌干细胞目前的研究热点主要与上皮间质转化、对胃癌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响以及自我更新等有关；胃癌干细胞的可塑性、
与脂肪酸氧化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关系，以及非编码RNA对胃癌干细胞的调控等可能是目前及未来的研究重点。胃癌干细胞研究目前正
处于快速上升阶段，近年来胃癌干细胞的作用机制逐渐明朗，未来胃癌干细胞干预将是胃癌患者新的靶向治疗策略。
关键词：胃癌干细胞；非编码RNA；上皮间质转化；文献计量学；可视化分析；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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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s are a hot research topic in the medical field in recent years.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s can interfere with the 
occurrence, metastasis, recurrence and drug resistance of gastric cancer. In theory,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s are the most promising candidate targets for the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studying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s can not only elucidate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gastric cancer, but also help to find new effective molecular targets, and has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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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胃癌是全球第五大常见癌症，也是第三大常见癌症死亡原

因
[1]
。全球每年有超过 100 万人新诊断为胃癌，其中约 40% 的

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发生在中国
[2]
。胃癌是一种异质性疾病，

是一个漫长且多步骤过程的终点，其原因是大量基因改变的逐

步积累导致致癌和抑癌途径的失调
[3]
。胃癌干细胞起源于胃腺

正常干细胞的恶性转化或分化程度更高的祖细胞，具有无限自

我更新增殖和多向分化潜能、高致瘤性及较强的血管生成能力，

可分化为异质胃癌细胞，在胃癌的侵袭、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不断增殖也是胃癌形成的根本原因
[4]
。因此，对胃癌干细胞

研究进行系统整理不仅有助于阐明胃癌的发生发展机制，而且

有助于寻找治疗胃癌的有效分子靶点，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文章以 Web of Science (WoS) 核心集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运用

Citespace(V 5.8 R3) 软件从年度发文量、国家、期刊、作者、被

引情况和关键词等方面对胃癌干细胞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计量

分析
[5]
，以了解期刊分布、核心作者、核心文献的脉络发展，

并梳理胃癌干细胞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以期为相关科研工

作者提供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数据来源   在 WoS 核心数据库将检索项设置为 TS=(Mother  
Cell or Progenitor Cell or Stem Cell ) and TS=(Gastric Cancer or 
Stomach Cancer or Stomach Neoplasm or Gastric Neoplasm)，语言

为英语，类型为所有类型，检索日期为 2011-2021 年，最终共

获得 2 832 篇文献，其中 Article 2 081 篇，Review 604 篇，分别

占总发文量的 73.48% 和 21.32%，其他文献类型还包括 meeting 
abstract、book chapters、editorial materials 等。以此作为后续计

量分析的样本。由于 WoS 核心数据库每日更新，不同日收集数

据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文中所有数据均在 2022-01-
29 同一天提取。

1.2   研究方法   通过 WoS 系统自带的统计分析功能对年度发文

量、国家、期刊、作者、被引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并用 Excel 软
件绘制图表。此外从 WoS 核心数据库将上述的 2 832 篇文献相

关信息导出并保存为 txt格式，通过 CiteSpace软件对国家、机构、

作者合作关系及关键词进行分析，从而阐明不同时期的研究热

点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

1.3   研究指标   从发文量、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指标对研究成

果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

国家或作者在某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学术地位。发文量是反映科

研生产力的重要指标。被引频次和 H 指数用来评价科研成果的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hot 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s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ers in related 
fields based on bibliometric and visualized analysis. 
METHODS:  CiteSpace was employed to conduct the visualized analysis of annual publications, authors, countries, journals, citations and keywords of the 
related papers from 2011 to 2021 in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 total of 2 832 papers were included for analysis after screening. The annual publications increased rapid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re the top contributors. Although the total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by Chinese researchers ranked the first in the world, the papers had low 
centrality and citation frequency, which indicated low quality and weak academic influence. Oncotarget was the journal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and Oncology Letters was the journal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by Chinese researchers.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s presented 
the trend of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studies about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s mainly focused on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ffect 
on biological function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and self-renewal. The plasticity of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s, the relationship with fatty acid oxidation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nd the regulation of non-coding RNA on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s may be the focus of current and future research. The research of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s is currently in a rapid rise stage. In recent years,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s is gradually clear. The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s will be a new targeted therapy strategy for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 non-coding RNA;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bibliometrics; visualized analysis;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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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质量和被关注的程度。期刊的 JCR 分区和影响因子则是

用来评价期刊的学术水平和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

2   结果   Results 
2.1   发文量的变化趋势   为了解胃癌干细胞研究领域的发展速

度，对发文量随年份的变化进行可视化分析。自 2011 年以来

胃癌干细胞方面的文献发表量逐年递增，2017 年全球发文量

达到最高 (372 篇 )，当年发文量占 2011-2021 年总发文量的

13.13%，表明胃癌干细胞研究已经成为当下全球关注的焦点。

全球发文量的飞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胃癌干细胞研究领域

的快速发展。2011-2014 年间，国内学者的发文量仅有 222 篇，

占全球总发文量的 7.83%。然而随着 2015 年前后国内进入研究

的快速增长期，截至 2021 年国内发文量已经达到了 1 289 篇，

占全球总发文量的 45.51%，位居世界第一，说明国内学者对胃

癌干细胞研究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加。利用 Excel 绘制 2011-
2021 年国内外在胃癌干细胞领域发文量的变化趋势图。通过图

1 可以看出，自 2019 年开始，全球及中国胃癌干细胞相关研究

成果出现了缓慢下降的趋势，但 2021 年稍有回升。这种现象可

能与新冠疫情有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终将战胜疫情，恢

复科研生产力。此外通过趋势线预计 2022 年全球和中国发文量

将会较去年有大幅提升。

图 1 ｜全球和中国胃癌干细胞研究的发文量及增长趋势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年份

发
文
量

( 篇
)

2.2   发文国家及机构合作   2011-2021 年间发表胃癌干细胞研究

成果的国家有 75 个，中国和美国分别以 1 289 篇和 526 篇位列

发文量的前 2 位，分别占总发文量的 45.51% 和 18.57%，遥遥领

先于第 3 名的日本 (419 篇，14.79%)。同时，中国和美国位列 H
指数的前 2 名。中国的总被引频次位列第一，但篇均被引频次

(22.79) 位于发文量前 10 国家的末位，见表 1。

全球出版

中国出版

全球出版趋势线

中国出版趋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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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发文国家进行共现网络分析，见图 2。

图内国家以不同的节点表示，直径与该国发文量呈正比；连线表

示不同国家间存在合作关系；最外圈的紫色环表示该节点为中心

性节点，即该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如美国和法

国。美国居于胃癌干细胞研究的核心地位，与大部分国家有着学

术研究合作。中国主要与美国、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国际合作较为

密切。将图 2中的信息导出，形成国家发文中心度排名表，见表 2。

中介中心度是指网络中经过某点并连接这两点的最短路径占这两

点之间的最短路径线总数之比，是用来刻画节点重要性的指标，

数值越大，则说明该节点在网络中处于关键位置，影响力越大
[6-7]

。

在文中，中介中心度则是用来反映某个国家在合作网络中的重要

性。中心度排名前 5 的国家中，美国是最早开始探索并形成一定

研究规模的国家；中国的发文量虽然居第 1 位，但中心度值却远

远低于其他国家。综合中国的篇均被引频次和中介中心度可以看

出，虽然近年来中国在胃癌干细胞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位居第一，

但整体而言，成果的可靠性、扎实度和创新性与其他国家相比稍

显薄弱，未来相关研究应该从数量向质量转变，进一步提高中国

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
2.3   发文作者及合作关系   全球在胃癌干细胞研究领域发表文章

的学者有 12 958 名，其中有 31 名学者的发文量在 20 篇以上。

发文量前 10 的学者中有 5 名来自日本，3 名来自中国，2 名来

自美国，见表 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Wang TC 以 37 篇的发文

量位居第一。来自中国江苏大学的许文荣 (Xu WR) 和来自日本东

京大学的 Hayakawa Y 分别以 35 篇和 31 篇的发文量位列 2，3 位。

在被引频次上，美国的 Wang TC (2 274)、日本的 Hayakawa Y 
(1 233) 与中国的 Qian H (1 176) 位列总被引频次的前 3 位，展现

出这几位学者在胃癌干细胞研究领域的绝对优势和影响力。从

国内学者来看，江苏大学的许文荣 (Xu WR)、钱晖 (Qian H) 和张

斌 (Zhang B) 分别以 35，28 和 25 篇的发文量列于国内该方向发

文量的前 3，分别排在世界发文量的第 2，5 和 6 位，其中许文

荣的总被引频次是 1 051，篇均被引频次为 30.03。他们与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卫勃 (Wei B) 和中国医科大学的王巍 (Wang 
W) 等均是国内胃癌干细胞研究的重要力量，在国内外均具有一

定的学术影响力。

表 4 ｜胃癌干细胞研究发文量前 10 位作者

作者 ( 国家 ) 发文量 总被引次数 篇均被引次数 H 指数

Wang TC( 美国 ) 37 2 274 61.46 20
Xu WR( 中国 ) 35 1 051 30.03 17
Hayakawa Y( 日本 ) 31 1 233 39.77 16
Yasui W( 日本 ) 28 686 24.5 13
Qian H( 中国 ) 28 1 176 42.00 18
Zhang B( 中国 ) 25 924 36.96 15
Mills JC( 美国 ) 22 616 28.00 12
Oue N( 日本 ) 22 538 24.45 12
Sentani K( 日本 ) 21 537 25.57 11
Koike K( 日本 ) 18 640 35.56 11

表 3 ｜胃癌干细胞研究发文量和中心度 TOP5 机构

排名 机构 发文量 排名 机构 中心度

1 上海交通大学 96 1 麻省理工学院 0.29
2 南京医科大学 74 2 新加坡国立大学 0.26
3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 72 3 哥伦比亚大学 0.25
4 江苏大学 63 4 大阪大学 0.25
5 东京大学 60 5 墨尔本大学 0.2

表 1 ｜胃癌干细胞研究发文量前 10 国家的各项指标

排名 国家 发文量 总被引次数 篇均被引次数 H 指数

1 中国 1 289 29 381 22.79 75
2 美国 526 22 312 42.42 73
3 日本 419 12 667 30.23 58
4 韩国 154 2 556 16.60 26
5 德国 137 5 150 37.59 39
6 伊朗 105 2 007 19.11 21
7 意大利 77 2 293 29.78 26
8 英格兰 71 3 430 48.31 28
9 法国 66 2 134 32.33 27
10 新加坡 63 2 873 45.60 29

图 2 ｜胃癌干细胞研究国家共

现图谱

图 3 ｜胃癌干细胞研究机构的合作图谱

表 2 ｜胃癌干细胞研究领域国家发文中心度排名 ( 前 5)

国家 中心度 发文量

美国 0.40 526
日本 0.35 419
伊朗 0.12 105
法国 0.12 66
西班牙 0.10 41

WOS 核心数据库中发文量前 3 的机构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

(96 篇 )、南京医科大学 (74 篇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 (72 篇 )；
中心度排名前 3 的机构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 (0.29)、新加坡国立

大学 (0.26)、哥伦比亚大学 (0.25)，见图 3，表 3。以上这些机

构在胃癌干细胞研究领域占据核心地位，与大部分机构间均有

学术研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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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展示了高发文量作者的合作关系，该合作网络主要由

国内和国外 2 个大型网络构成。国内合作网络主要由许文荣、

钱晖和张斌等核心作者组成；国外合作网络主要包括 Wang TC、
Hayakawa Y 和 Mills JC 等组成。这 2 个中心网络内的作者间协作

较为紧密，也代表了国内外在胃癌干细胞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

科研团队。但目前仍有不少研究团队位于这 2 个核心网络的周

边，与其他团队间合作较少，如中国的学者魏宏 (Wei H) 等。如

果能够加强作者之间，尤其是来自不同国家或机构的作者之间

的合作研究，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领域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创新。

和 Q2 区，影响因子分布在 3.65-5.74 之间，这些期刊也是中国

学者发表胃癌干细胞研究成果时关注最多的国际期刊。值得注

意的是，虽然《Oncotarget》曾经作为国内外学者发表胃癌干细

胞研究成果最多的期刊，但其在 2020 年已不再被 SCI 收录，希

望相关研究领域的科研工作者选择其他更具价值的期刊交流学

术成果。

图 4 ｜胃癌干细胞研究高发文量作者间合作网络

2.4   发文期刊   作为研究成果交流的媒介，期刊在促进国际合作

及科研水平进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1-2021 年间，

全球出版胃癌干细胞研究的期刊有 731 家，其中发文量前 10 期

刊的出版量均在 30 篇以上，占总发文量的 19.31%，见表 5。

《Oncotarget》以 88 篇的发文量成为发表胃癌干细胞研究成果

最多的期刊，占总发文量的 3.10%，其次为《Oncology Letters》
和《Plos One》，分别发表了 72 篇和 67 篇，占总发文量的 2.54%
和 2.36%。此外《Oncotarget》和《PloS One》分别位居篇均被

引频次和 H 指数的首位。在这 10 种期刊中，其中 6 种期刊为

Q1 分区，2 种为 Q2 分区，Q3、Q4 分区各 1 种，影响因子分布

在 2.96-22.68 之间，其中《Gastroenterology》的影响因子最高。

表 5 ｜胃癌干细胞研究发文量前 10 期刊

排名 期刊 发文量 篇均被引次数 H 指数 影响因子 JCR 分区

1 Oncotarget 88 30.31 30 5.16 Q1
2 Oncology Letters 72 10.54 17 2.967 Q4
3 Plos One 67 32.27 28 3.24 Q2
4 Gastroenterology 63 40.03 24 22.682 Q1
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51 16.08 17 5.92 Q1

6 Oncology Reports 46 17.96 18 3.9 Q3
7 Cancer Science 43 24.21 17 6.71 Q1
8 Cancer Research 42 22.36 15 12.7 Q1
9 Oncogene 38 47.58 24 9.86 Q1
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ncology
37 29.65 20 5.65 Q2

表 6 列举了中国学者发文量前 10 的期刊，《Oncology Letters》 
以 59 篇的发文量位居第一，属于 Q4 区，影响因子为 2.96；
《Oncotarget》和《Oncology Reports》的发文量分别为 56 篇和

34 篇，位列发文量的第二和第三。此外，中国学者发文量前 10
的期刊中，有 4 种期刊为 Q3、Q4 分区，其余期刊集中在 Q1 区

表 6 ｜中国学者胃癌干细胞研究发文量前 10 期刊

排名 期刊 发文量 影响因子 JCR 分区

1 Oncology Letters 59 2.967 Q4
2 Oncotarget 56 5.16 Q1
3 Oncology Reports 34 3.906 Q3
4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31 2.952 Q3
5 Oncotargets And Therapy 26 4.147 Q2
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Pathology
24 0.252 Q4

7 Cellular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3 5.5 Q1
8 Tumor Biology 23 3.65 Q2
9 Plos One 22 3.24 Q2
10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1 5.742 Q2

2.5   研究方向   WoS 平台将此次研究的 2 832 篇文献归类为 89
个研究方向。2011-2021 年间发文量前 5 的研究方向的变化趋

势如图 5 所示。肿瘤学方向 (1 139 篇，40.21%) 位列发文量的第

1 名；细胞生物学 (541 篇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371 篇 ) 依
次位居发文量的第 2 名和第 3 名；随后是胃肠病学和医学研究

实验。由此可见，胃癌干细胞研究领域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发

展特点。从各研究方向近 10 年来发文量的变化趋势来看，肿瘤

学方向的发文量经历了 2013-2017 年的快速增加和 2018-2021
年的缓慢下降 2 个阶段；而其他方向的发文量则显示出波动中

缓慢增加的变化趋势。

2.6   关键词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进行关键词分析，把 Node 
types 设定为 Keyword，时间区间为 2011-2021 年，时间切片为

1 年，分析出现频率前 20 的关键词，见表 7。高频关键词提示

胃癌干细胞的研究与上皮间质转化、对胃癌细胞生物学功能的

影响以及自我更新等密切相关。上皮间质转化是指细胞失去上

皮特性，其标志是细胞间黏附丧失、肌动蛋白细胞骨架重构、

获得运动性的增强、抵抗凋亡和衰老等
[8]
。上皮间质转化与癌

症的多种恶性行为有关，如增殖、侵袭和转移等
[9]
。研究表明，

胃癌干细胞起源于胃上皮细胞，并且在胃癌干细胞中检测出上

皮间质转化标志物和转录因子，由此可以说明胃癌干细胞具有

上皮间质转化的特征
[10]
。多项研究表明，靶向肿瘤的间充质干

细胞不仅为肿瘤细胞提供微环境，还能促进肿瘤生长和转移，

白细胞介素 15 作为主要由胃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的多效性细胞因

子，通过上调 Treg 和增强 CD4+T 细胞中 PD-1 的表达促进肿瘤细

图 5 ｜胃癌干细胞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发文量随时间变化曲线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18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年份

发
文
量

( 篇
)

肿瘤学

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胃肠病学

医学研究实验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7｜No.6｜February 2023｜945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 www.CJTER.com

综  述

胞上皮间质转化
[11]
。近年来，肿瘤干细胞因其自我更新、致瘤

性和多重分化潜能被认为与肿瘤的起源、复发和转移有关
[12]
。

一些促进胃癌干细胞自我更新的关键分子如 TAK1、YAP 等均可

调控胃癌干细胞的自我更新，从而干预胃癌的发生和发展
[13-14]

。

从而促进肿瘤新生血管的形成，最终促进肿瘤的生长
[23]
。最新

证据表明，不同类型的非编码 RNA，如 miRNA 和 lncRNA，能够

调节肿瘤干细胞中激活的转录因子和下游信号通路，在肿瘤干

细胞的生长和复制中发挥作用
[24]
。miRNA 是一种 21-25 个核苷

酸长的非编码RNA，可促进mRNA裂解，并通过与mRNA的3’UTRs
结合抑制 mRNA 的翻译

[25]
。特异性 miRNA 的异常表达与白血病、

乳腺癌、胃癌、结肠癌、肝癌、肺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生发展密切

相关，有证据表明，miRNA 通过促进或抑制调节肿瘤干细胞的

癌变、分化和上皮间质转化的通路来维持肿瘤干细胞的干性
[24]
。 

最近描述了 miR-501-5p 在胃癌细胞株和胃癌患者标本中上调，

作为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激活剂，增强了肿瘤干细胞表

型
[26]
。此外，由于 lncRNA 在细胞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其已成

为癌症研究的热点。最近有研究发现 lncRNA 作为未分化肿瘤干

细胞的生物标志物，这些 lncRNA 可能很容易被用来检测残留的

肿瘤干细胞，从而检测肿瘤复发的风险
[27]
。最近的一些报道已

经预示了 lncRNA 在肿瘤干细胞生物学中的重要性。例如 lncRNA 
FEZF1-AS1 在胃癌组织和细胞系中表达上调，FEZF1-AS1 沉默抑

制了胃癌干细胞的增殖、活力、侵袭和迁移
[28]
；lncRNA H19 在

胃癌组织和胃癌干细胞中高表达，其可能通过作用于干细胞相

关蛋白 Sox2 促进胃癌干细胞的增殖和转移
[29]
。目前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非编码 RNA 在癌症进展和肿瘤干细胞生物学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在肿瘤的生长和转移过程中同时作为肿瘤的抑制

因子或启动子，它们在组织中的选择性表达使得靶向 miRNA 和

lncRNA 成为潜在治疗策略。

图 6 ｜胃癌干细胞研究关键词聚类图

表 7 ｜胃癌干细胞研究前 20 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 频率 关键词 频率

carcinoma 982 in vitro 167
stem cell 854 differentiation 155
expression 773 activation 153
gastric cancer 719 cd44 151
identification 296 marker 151
metastasis 263 self renewal 148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242 gene expression 144
proliferation 237 invasion 142
growth 204 gene 140
progression 187 down regulation 127

关键词的聚类分析是将彼此联系紧密的关键词进行聚类，

能够反映某领域当前的研究热点。文章通过 CiteSpace 对关键词

进行 K 均值聚类分析，共得出 15 个聚类，见表 8。胃癌干细胞

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 6。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可以归为如

下几类：#1 ( 胃癌 )、#2 ( 胃肠道间质瘤 )、#3 ( 胃组织 )、#4( 弥
漫性胃起始细胞 )、#8( 胃癌细胞 ) 归为胃癌干细胞研究的主要

组织和细胞；#0 (脂肪酸氧化 )、#5 (细胞可塑性 )、#6 (基因变异 )、
#9 ( 协同效应 )、#12 ( 上皮间充质转化 ) 归为胃癌干细胞的作用

机制；#10(TET 蛋白 )、#11( 靶向转录因子 sp1)、#14( 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 )、#15 ( 外泌体非编码 RNA) 归为干预胃癌干细胞的关

键分子。这 15 种聚类基本可以概括胃癌干细胞研究的发展进程，

同时也可看出当前的研究热点。肿瘤细胞在复杂的肿瘤微环境

中进行代谢重编程以支持其生长和进展，脂肪酸通过脂肪酸氧

化成为重要的能量来源，已被证明是癌细胞生长和生存所需
[15]
。

脂肪酸氧化可以通过抑制肿瘤干细胞功能从而缓解肿瘤生长，

研究也表明抑制脂肪酸氧化后胃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能力明显

下降
[16-17]

。此外，肿瘤干细胞具有很高的可塑性，这可以改变

它们的表型和功能，这些变化通常是由放化疗以及衰老的肿瘤

细胞引起，从而改变肿瘤微环境，在该环境中肿瘤细胞经历生

长停滞和免疫细胞被吸引阶段，最终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的目的，

除了这些积极的作用外，治疗后衰老的肿瘤细胞也会表现出消

极作用，其通过增加肿瘤干细胞的可塑性、激活非肿瘤干细胞

中的干细胞通路、促进衰老逃逸及随后的干细胞通路激活等方

式直接激活肿瘤干细胞，最终导致肿瘤复发和转移
[18]
。新生血

管供应或血管生成在维持机体平衡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血管将营养物质输送到组织和器官，并清除分解代谢产物。 
然而，不受控制的血管生长可以促进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包括肿瘤，血液供应能够促进癌症的进展、复发和转移
[19]
。在

肿瘤生长过程中，血管生成是保证氧气和营养物质运输到肿瘤

的必要条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是血管生成的主要诱导因子，

其通过直接相互作用和调节内皮细胞蛋白表达或血管通透性，

间接调节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反应，是抗肿瘤免疫反应的关键调

节因子
[20]
。血管龛是维持干细胞表型的关键，如正常干细胞的

自我更新、未分化状态和休眠等
[21]
。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和

肿瘤的启动伴随着血管生成的促进，分泌促血管生成因子，如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然而，血管生成并不是肿瘤营养和氧气的

唯一来源，这一过程被称为血管生成拟态，存在于不同类型的

癌症中，并负责为肿瘤组织提供充足的血液供应
[22]
。此外，肿

瘤干细胞还能够通过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来修饰肿瘤微环境，

表 8 ｜胃癌干细胞研究关键词聚类

聚类号 数量 年份 聚类名称

#0 46 2013 fatty acid oxidation
#1 45 2014 gastric tumor
#2 42 2014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3 37 2014 gastric tissue
#4 34 2014 diffuse-type gastric carcinoma-initiating cell

#5 33 2015 cellular plasticity
#6 31 2014 genetic variation
#7 29 2015 vivo gastric cancer cell
#8 29 2016 synergic effect
#9 26 2013 ten-eleven translocation
#10 26 2015 targe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sp1
#11 25 2015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stemness
#12 24 2013 spheroid body-forming cell
#13 22 2014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14 19 2015 exosomal non-coding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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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肿瘤干细胞可以分化成各种类型的细胞，其生物学特征包

括自我更新、DNA 修复和多向分化潜能等，会带来许多不利的

结果，如治疗耐药、肿瘤的复发和转移
[30]
。胃癌干细胞是胃癌

发病的主要驱动因素，最新研究证据表明，胃癌的转移、耐药

和复发与胃癌干细胞有关，这可能与胃癌干细胞和免疫细胞之

间的双向作用、诱导白细胞重编程、产生促肿瘤免疫细胞协调

从而促进胃癌转移、化疗耐药、致瘤性，甚至增加具有干细胞

特性的癌细胞数量
[31]
。由于它们的重要性，胃癌干细胞已被确

定与肿瘤的标记物、诊断、治疗和预后相关。此外，肿瘤干细

胞在肿瘤的转移和放化疗中同样起决定性作用，目前肿瘤干细

胞被认为是肿瘤增殖引发剂之一，现阶段普遍认同通过此靶点

治疗效果优于传统治疗方案
[32]
。接下来将讨论胃癌干细胞与复

发、耐药以及临床意义的关系。

3.1   胃癌干细胞与胃癌的转移和复发   胃癌干细胞被认为是引起

胃癌耐药、转移以及复发的根本原因，胃癌在经过常规手术治

疗或者辅助化疗治疗后，胃癌干细胞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并出

现富集的现象，从而导致胃癌的转移和复发
[33]
。这可能是由于

在接受化疗后，癌症干细胞能够将非癌症干细胞转化为癌症干

细胞样细胞，这种细胞在治疗后持续存在，并可能成为治疗后

复发的一种机制
[34]
。在胃癌干细胞中，由于表观遗传变化和基

因突变，许多正常的干细胞特性，包括自我更新、分化和增殖

潜能都是失调的，这在胃癌的转移和复发中起着关键作用
[35]
。

一项研究发现胃癌间充质干细胞能够通过 G6PD-NF-κB 信号通路

促进肝细胞生长因子的产生，进而上调己糖激酶 2，干预胃癌细

胞糖酵解，从而促进胃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
[36]
。另一项研究也

表明，胃癌间充质干细胞通过大量分泌白细胞介素 6 和白细胞

介素 8，参与了胃癌内 M2 巨噬细胞的极化，这些巨噬细胞随后

可通过促进胃癌细胞上皮 -间质转化进而导致胃癌转移
[37]
。

3.2   胃癌干细胞与胃癌的耐药   长期的药物治疗往往会导致癌症

的耐药性，这是临床医生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耐药的发生是

多因素的，因此，了解相关的机制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并解决问

题。一项研究表明，胃癌干细胞具备较强的迁移性，是胃癌侵

袭性生长、浸润和转移的基础，并且细胞对化疗药物的耐药性、

致瘤性均相对较强，这可能与胃癌干细胞能够参与并促进肿瘤

血管的形成有关
[38]
。一项体外实验发现胃癌干细胞对化疗和放

疗更具耐药性，这可能是由于抗凋亡蛋白的高表达、DNA 修复

效率的提高以及细胞周期动力学的改变有关。YAP 是一种转录激

活因子，能够促进细胞增殖、维持干细胞和组织稳态，酪氨酸

激酶产生的肝细胞受体 A2 与 YAP 蛋白相互作用并磷酸化，导致

胃癌细胞中 YAP 蛋白的核易位和激活，并且增加 YAP 的稳定性，

从而诱导化疗耐药
[39]
。氧化磷酸化和活性氧水平是内在联系的，

活性氧是重要的信号分子，化疗过程中产生过量活性氧会导致

细胞死亡，肿瘤干细胞表现出氧化磷酸化增加，并维持低水平

的活性氧，通过增加脂肪酸氧化介导的 NADPH 生成，从而导致

耐药，因此，线粒体活性氧稳态靶向治疗可能是控制常规化疗

耐药的有效策略
[40]
。

3.3   胃癌干细胞标志物的临床意义   肿瘤干细胞标记物在肿瘤组

织中的表达正逐渐成为胃癌治疗中临床预后相关的生物标记物。

大多数研究表明肿瘤的大小、侵袭、转移扩散与肿瘤干细胞标

志物的表达之间存在相关性。双肾上腺素样激酶 1(Doublecortin- 
like kinase 1，DCLK1) 是一种公认的肿瘤干细胞标记物，也是一

种有前景的恶性肿瘤诊断和预后标记物，并被认为是胃癌的驱

动基因。DCLK1 过表达与淋巴结转移、晚期疾病和总体预后不

良相关。在癌细胞中，DCLK1 的表达被证明可以促进上皮间质

转化，以激酶依赖的方式影响小细胞外囊泡的生物发生、驱动

细胞 - 细胞黏附、细胞迁移和侵袭
[41]
。CD44 是一种非激酶细

胞表面跨膜蛋白，被广泛认为是几种癌症中的肿瘤干细胞标记

物，CD44 通常经历选择性剪接，生成 CD44s 和 CD44v 两种亚

型，这些异构体与配体的相互作用，特别是透明质酸、骨桥蛋

白和基质金属蛋白酶，从而驱动许多癌症相关信号
[42]
。研究也

表明 CD44 在胃癌中与致瘤性、球体形成和化疗耐药性有关
[43]
。

CD133 同样是一种跨膜蛋白，研究表明，CD133 作为一个新的

干细胞生物标志物，与胃癌的进展和转移、化疗耐药、肿瘤复

发和预后不良有关
[44]
。表面标记物如 CD90 和 CXCR4 已被用于

鉴定胃癌干细胞，与 CD44 的高表达类似，CD90 在胃癌细胞中

表达增加，具有致瘤能力。此外，在诱导的胃癌细胞球状群中，

CXCR4 的升高与自我更新和分化能力呈正相关
[45]
。类似的标记

物还有很多，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肿瘤干细胞标记物的鉴定和分

离对胃癌的起源、进展和治疗策略都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的

进展可能会为胃癌提供新的治疗靶点。

综上所述，针对胃癌干细胞的治疗方案可能是一种新的、

有效的治疗策略，值得研究者关注。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胃癌

干细胞的作用机制，为其临床应用提供更多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此外，该研究未分析国内数据库中相关文献，后续可进一步结

合国内数据库探究国内胃癌干细胞研究领域发展现状及趋势。

文章应用 CiteSpace 软件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来源的胃癌干

细胞数据进行文献计量学及可视化分析，能够相对直观、具体

地向读者展示该领域研究发展的热点和趋势，能够为相关科研

工作者在研究的选题和发展方向上提供参考和借鉴，结果具有

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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